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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工返乡创业减贫效应内涵界定

（一）创业

通常而言，创业是指创业者有效整合、优化配

置自己拥有或控制的各项资源以创造出更大的经

济价值或社会价值的行为，其内涵主要包括3个方

面：第一，创业主体。从本质上讲创业是一种创新

行为，是创业者通过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来取代

旧的生产函数，创业行为的创新属性客观上对创业

者自身素质提出了特殊要求，即创业者应拥有较强

的企业家才能——有效组织各种经济资源或生产

要素进行商品生产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能力，其核

心在于创新能力。第二，创业动机。创业动机是激

发创业者实施创业行为的心理倾向，是创业者意欲

把创业意向付诸创业行动的心理状态，是创业者实

施创业行为的内在动力。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创

业动机基本上可分为两类——创业者为了生存需

求而创业或为了成就事业而创业。第三，创业形

式。从形式上看，创业是创业者创建新企业或新型

经济组织的过程——在组织及外部环境的综合作

用下实现创新的过程。

（二）农民工返乡创业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指那些具有企业家才能的

返乡农民工有效整合、优化配置自己拥有或控制的

各项资源以创造出更大的经济价值或社会价值的行

为，其内涵亦应包括以下3个基本方面：

第一，农民工返乡创业主体。农民工是在我国

改革开放过程中、伴随工业化及城镇化的不断推进

而涌现出的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的一

支新型农民劳动大军，他们或在农闲时节外出打工

（亦工亦农、流动性较强）或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

为产业工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一类既异于传统

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又异于以务农为唯一职业的传

统农民的特殊农民群体。由创业的创新特质所决

定，农民工返乡创业主体并非指所有返乡的农民

工，而仅仅是那部分具有较强企业家才能的返乡农

民工。第二，农民工返乡创业动机。农民工返乡创

业既有生存需求方面的动机，也有成就事业方面的

动机，更主要的是生存需求方面的动机，大多数农

民进城务工的根本目的在于经济利益——希望获

取比农村更高的经济收入（该目的在创业初期表现

得更加突出），随着创业收入的提高，返乡农民工也

可能进行二次创业，二次创业的目的除了追求经济

利益之外，更大程度上在于成就事业以获得地位、

名誉、尊重等心理上的满足。第三，农民工返乡创

业形式。依据有关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形式可分

为3类：自主开发式创业（组建公司或各类经济组

织）、专业合作组织引领式创业、“老板村官”带动式

创业。

结合我国目前农村贫困的现实状况，本文研究

所涉及的贫困概念主要指收入型贫困——因收入

低下而导致的贫困。基于收入型贫困内涵的界定，

农民工返乡创业减贫效应是指农民工返乡创业行

为带动或扩大了贫困农民就业、进而提高了贫困农

民的收入水平、降低了贫困农民贫困程度的效应，

亦即农民工返乡创业产生的贫困农民就业扩大效

应所引发的贫困农民增收从而贫困程度减弱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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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上述农民工返乡创业减贫效应的内涵界

定，农民工返乡创业减贫效应的本质在于以创业带

动贫困农民就业、以就业促进贫困农民增收，而使

创业有效带动贫困农民就业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

政府有关激励政策的供给。

二、强化农民工返乡创业减贫效应的激励政策

的构建思路

（一）制定农民工返乡创业扶贫资金激励政策

主要应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构建农民工

返乡创业扶贫的直接资金激励政策，即政府部门拿

出一定比例的财政预算建立农民工返乡创业扶贫

基金，对已经从事经营活动且已吸纳一定数量贫困

人口并与其签订较长期限劳动合同的农创经济组

织，按其所吸纳的贫困人口数量给予一定数额的创

业扶贫补贴；另一方面，构建农民工返乡创业扶贫

的间接资金激励政策，即对已经从事经营活动且已

吸纳一定数量贫困人口并与其签订较长期限劳动

合同的农创经济组织，政府部门给予一定比例的税

收减免、政策性银行给予无息或低息贷款等优惠，

或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前提下，政府部门把有关建

设项目优先交于这些农创经济组织进行建设。

（二）制定农民工返乡创业扶贫技术创新激励政策

构建以政府部门为中介（由政府部门牵线搭

桥）、以已经从事经营活动且已吸纳一定数量贫困

人口并与其签订较长期限劳动合同的农创经济组

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交流

合作激励政策，以此强化和提升那些已经从事经营

活动且已吸纳一定数量贫困人口并与其签订较长

期限劳动合同的农创经济组织的科技创新能力，增

强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断促成返乡农民工可持

续创业扶贫行为的生成。

（三）制定农民工返乡创业扶贫人才培育及引

进激励政策

主要应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构建以已经

从事经营活动且已吸纳一定数量贫困人口并与其

签订较长期限劳动合同的农创经济组织为主体的

创业培训激励政策。培训资金——以财政资金为

主、社会筹措为辅；培训内容——创业方向的选择、

农创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等；培训方式——通过政

府部门的牵线搭桥来整合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培

训机构、行业协会、成功返乡创业农民工等各方资

源，构建以面对面讲授、网络授课、创业经验交流等

为主要知识传递方式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体

系。另一方面，构建以在外务工或创业的成功人士

为主要对象的人才引进政策，以吸引这些人才返乡

投资和创业。

（四）搭建农民工返乡创业扶贫的政府服务平台

通过政府服务平台的建立，为那些已经从事经

营活动且已吸纳一定数量贫困人口并与其签订较

长期限劳动合同的农创经济组织提供咨询和指导；

在土地租赁、资金筹措、工商登记等方面为这些农

创经济组织提供便捷通道。例如，河南省周口市已

搭建了政府服务平台以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建立

创业项目储备库并通过举办创业成果展及项目推

介活动发布推介创业项目，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

有效的信息指导及项目对接服务；拓展与阿里巴巴

产业带、农村淘宝等互联网平台的合作以扶持返乡

农民工通过互联网进行创业；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

供相关政策咨询、项目信息、创业培训、创业担保等

方面的服务。

（五）打造创业扶贫的思想文化环境

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契机，加大农村

思想文化建设投入力度，不断培育以先富带动后

富、实现共同富裕为核心内容的农村集体主义思想

理念，不断培育以振兴家乡、致富乡里为核心内容

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扶贫理念，以此增强农民工返乡

创业扶贫行为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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